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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，企
业“软实力”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，其重要性也得到
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。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
法宝和优良传统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
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，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有优势，并已初
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，这是我党企业工
作的一项宝贵财富，也是企业 “软实力”的重要体现。然而，

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
地位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如: 地位的边缘化; 工作对象的
复杂化; 工作方式的单一性; 如何处理企业改制过程中员工的利
益问题及不同类型员工的思想问题; 如何有效地协调企业员工、

企业及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; 如何提高企业员工的幸福感，增强
员工的忠诚度等。而西方企业文化理论的传入，给我国企业思想
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。企业文化是 20世纪 80年代初
兴起的一种管理理论，是一种文化、经济和管理相结合的产物。

企业文化的兴起，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，标
志着企业经营管理从物质层面向文化层面的趋势发展。实现与企
业文化建设的融合，建立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价值观念、企业
形象、企业精神、风尚道德，有助于激发企业发展与变革的内在
驱动力，有利于实现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，有效克服企业发展
的“两张皮”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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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国有企业“软实力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实现思想政治
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的融合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
择，也是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选择。张莉博士新著
《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研究》一书，以马
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，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分析方法，

紧随时代脉搏，紧扣二者间重要的结合点，如工作对象、最终目
标、工作内容、价值理念、工作方式等方面，以此为基础将思想
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之中，进一步丰富了国有企业
文化的中国化内涵，也丰富了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内
容。同时，本书积极回应了 “二者融合是什么、融合应达到什
么状态、融合效果如何考评”等一系列关键问题。第一，实现
了对二者融合的内涵与本质、载体与目标、原则及方法、可行性
依据等融合基本问题的系统化梳理; 第二，从我国传统文化中优
秀管理思想以及伦理思想、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、西方激励理论
等视角丰富了二者融合的理论来源; 第三，本书实证调研部分采
用了调查问卷、查阅文件、深入访谈和座谈等多种方式，对国有
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融合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，

书中提出的问题、原因和对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，能让读者较好
地把握当前国有企业二者融合工作开展的现状; 第四，建构了二
者融合的评价体系，即回答了融合工作是否能考评以及如何考评
等问题。本书对二者融合效果考评体系指标权重的分析，确立了
二者融合一级指标、二级指标以及三级指标的权重问题，根据实
际所了解的情况再结合三级指标的权重，算出三级指标的分值。

在此基础上，依次计算出二级指标、一级指标的分值，最终计算
出二者融合工作开展的考评分值，实现了对二者融合工作考评定
量与定性考核的统一。通过对二者融合工作的考评，有助于更好
地了解国有企业二者融合工作的开展情况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，

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，以此进一步优化二者的融合效果，提升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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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。在此之前，国家已出台了 《国有及国有
控股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细则》，但还并未出台
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指标考评体系，二者融
合指标考评体系的提出对于推进二者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《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研究》一书，

思路清晰、逻辑层层推进，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
建设融合的内涵、融合的目标、融合的理论基础和效果考评有自
己独特的视角，实现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创新。本书由于限定的是
“国有企业”而非民营企业，在理论分析和论述层面紧扣国有企
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的特殊性进行论述。当然，

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继续深入探索的意蕴和学术空间，期待作
者有更全面成熟的研究结论。尽管此书还存在不足之处，但全书
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融合问题研究的系统性
和创新之处，实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推进。其中的见解，读者将
自有评析。

张莉系我的博士研究生，学习期间勤奋用功，深得全院师生
好评，现在西南石油大学工作不到一年，其专著就将问世，作为
导师，我为弟子成绩斐然而由衷高兴，请我作序也是责无旁贷!

辜堪生
2016年 4月 13日于锦绣森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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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 论

一、问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

( 一) 问题缘起
本书确定以“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”

作为研究主题，主要是基于对以下问题的思考: 一是为何要提出
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这一命题，二者的融
合旨在解决什么问题; 二是为何选择 “国有企业”而非民营企
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作为研究主题，国有企业思

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有何特殊意义及自身优势。而本
文内容的理论依据，则一方面基于对实际调研过程中所收集的数
据分析①，另一方面来源于相关理论资料的收集，实现了论述过
程中数据分析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。

1． 二者融合问题的提出

经历了马克思、恩格斯的理论奠基期，列宁、斯大林的形成

发展期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国化时期，思想政治工作已经是我
们党的优良传统，也是国有企业建设的重要法宝。自新民主主义

·1·

① 本书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2013年底对我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
建设融合的调查，调查问卷共设计了领导版与员工版两个版本，共调查了210位企业领
导和520位企业员工，共发放问卷730份，收回问卷707份，其中关于企业领导的有效问卷
202份，企业员工的有效问卷505份。



革命时期苏区公营企业领导机制的建立到现阶段国有企业现代管
理制度的确立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国有企业生命线的地位延续至
今，已成为国有企业改制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要内容。

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，国
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生命线地位遭遇了挑战。第一，国有企
业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边缘化。对此，笔者在问卷调查中，针对
企业领导和员工设置了 “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分析”

这一问题，在收回的 505份问卷中，有 78. 2%的国有企业员工肯
定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，但其中有 54. 46%的员工认为
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让位于企业经济建设。对于这一问题，
99. 5%的国有企业领导认为可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，其中
44. 78%的企业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应让位于经济发展，而在
生产任务繁重时期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则应更多让位于企业的生
产经营。第二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复杂化。其主要表
现在: 一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构成的多样化。新型农民工、劳务
派遣工等新生代员工的大量出现，带来了多样化的员工构成形
式，加大了企业员工的流动趋势，加之企业员工文化层次、工作
性质的差异等问题出现，增加了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。

二是国有企业员工中存在政治信仰缺失现象。在收回的 505 份企
业员工问卷中，有 25 人表示自己信仰宗教，占收回问卷的
4. 95%; 有 34 人表示自己信仰权力与金钱，占收回问卷的
6. 73%; 有 53. 07%的员工表示自己信仰共产党; 有 177 人表示
自己没有信仰，占收回问卷的 35. 05%。三是员工思想呈现多样
化的发展趋势。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，企业员工获取信息途径更
加自主化和多样化，加之西方文化对网络空间的渗透和影响，潜
移默化地影响着员工的思想和行为，员工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，

并呈现出多变和个性化的发展倾向，从而加大了企业思想政治工
作的难度。第三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方式的陈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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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，在收回的 505 份企业员工问卷中，62. 18%的员工认为思
想政治工作内容陈旧，并且希望通过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，
及时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，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
效性。

如何走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，则是当前业界、学术界
乃至国家层面重点关注的内容。随着企业文化在国有企业作用和
优势的发挥，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和优势也得到了学术界、业界和
国家层面的普遍认同。在现代社会，企业文化的柔性约束力和竞
争力日益凸显，文化的作用力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，成
为企业与企业之间，国家与国家之间综合实力较量的重要组成部
分。对此，科特在 《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》一书中就曾谈到，
21世纪企业之间的竞争，文化力将成为其中关键的构成部分①。
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说: “当一个企业 100 人时，我要站到最前
面，带领部属冲锋陷阵; 企业发展到 1000人时，我要站到中央，
让每位员工听到我的声音，了解我的战略意图，明确奋斗方向;

当企业发展到 10000人时，我要退居幕后，靠核心层的经营管理
思想统帅三军。”② 这形象地说明了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建
设的重要性。对于国有企业发展而言，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国有
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，也是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选择，
其优势主要表现在: 首先，国有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的了解度和
认可度较高。在收回的 505 份企业员工问卷中，11. 09%的企业
员工表示对企业文化非常了解; 61. 78%的企业员工表示对企业
文化比较了解; 21. 78%的企业员工表示对企业文化了解一些;
仅有 3. 56%的员工对此表示不了解。而对于 “您更乐意接受企
业思想政治工作还是企业文化建设”这个问题，72. 6%的员工表

·3·

绪 论

①

②

科特，赫斯克特．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［M］．李晓涛，译．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
版社，2004: 23．

张德．企业文化建设［M］．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03: 43．



示更能接受企业文化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国有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
的熟知程度较高，相比较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而言，更乐意接
受企业文化。在笔者看来，这是由于国有企业文化相对于企业思
想政治工作而言更容易被员工接受。基于这一认识前提，将企业
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，以此优化其工作内容并增强其
说服力和影响力将是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选择。其次，

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与生产结合更加紧密且说服力更强，这是由企
业文化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。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方式，企
业文化建设立足于各自企业的实际，其关注点也更多集中于提升
各自企业的发展，尤其是经济效益的提升，而这正是思想政治工
作开展过程中应增加的内容。借助企业文化的优势有助于走出思
想政治工作脱离企业生产实际而被束之高阁的格局，增强其工作
内容的说服力。最后，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拥有丰富的宣传载体和
活动类型。主要包括: 企业内部的宣传载体，如企业杂志、企业
形象设计、企业宣传栏、企业横幅、企业产品; 企业中开展的各
种文化活动，包括读书会知识竞赛、演讲、论坛、球类比赛、文
艺晚会等; 企业的外部活动载体，如企业广告、公益活动、企业
赞助活动、企业的实地调研。这些丰富的文化载体与活动类型也
正是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缺少并应该重点借鉴的方面，以此走
出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内容和方式陈旧的困境。可以说，国有企业
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可从企业文化的作用与优势中寻找出路，企
业文化可作为创新国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出路而存在，配合思想政
治工作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，提升其工作的实效性。因此，应
借助企业文化这一载体优势，并基于二者之间的相通性实现彼此
的融合，以此创新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，实现其传统向现代化
的转型，提升其工作的实效性。

然而，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自身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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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化现象存在①。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企业
文化的载体建设而忽视企业文化核心理念的打造和提炼。具体表
现为: 将企业文化更多地定位为企业文化活动的开展、企业文化
口号的提炼、企业文化建设标语的制定以及企业文化宣传手册等
宣传载体的建设，而对于企业核心价值观、企业愿景、企业精神
等文化理念系统的设计却又停留在简单模仿和借鉴的层面，缺乏
个性与创新性，因而难以真正发挥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功效，实现
“以文化人”和“文以赢人”。较企业经济建设而言，企业文化
建设的附属地位较为明显，企业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
“说起来重要，做起来次要，忙起来不要”的生存状态。二是国
有企业文化建设须进一步体现中国化与特色化。这是当前国有企
业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，也是走出形式化困境的重要路径，

而对于如何更好地推进这一过程，国务院国资委对此提出了较为
明确的路径选择。即在充分吸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优势的同时，

有选择性地借鉴国外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，实现国内外优秀文化
的优化与整合，提升国有企业文化的发展力与竞争力②。并坚持
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，将党的路线方针以及主流价
值观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之中，有助于打造内涵丰富、个性
独特、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企业文化，充分发挥其正面引导功能，

传播社会主义的正能量与好声音。可以说，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
为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文化建设，将企业文化建设与党群工作及其
他行政管理工作结合在一起，是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企业文化特色
化发展战略的题中之意。

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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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张丽荣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研究———以山西某国有企业
为例［D］．太原科技大学，2013．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． 关于加强中央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
［EB /OL］． http: www． cnki． com． cn /Article /CJFDTotal－GWIJ200504071． htm．



以从企业文化的作用与优势中寻找出路，而国有企业文化问题的
解决也可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中寻找路径支持。与此同
时，二者融合工作的开展还应借鉴中国传统管理文化、马克思主
义文化观、西方企业激励理论等理论，进一步丰富其融合的内
涵。在实际工作中，应实现党群工作部 ( 企业文化部) 与企业
其他行政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，将二者融合的理念渗
透到国有企业全体组织中，提升其渗透力和影响力，从而优化其
融合效能。

2． 选择“国有企业”作为研究主题对象的特殊意义及其自
身优势

本书立足于国有企业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融
合问题，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优势。

第一，国有企业地位和作用层面的特殊性。国有企业是以国
有资产管理部门为出资主体，并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
人登记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登记注册，依法进行生产经营活
动的非公司制经济组织①。它主要包括: 由中央国有资产投资机
构出资的中央企业，地方国有资产出资的地方企业，公有资产与
非公有资产共同投资的企业。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生产经营组织的
一种形式，兼具赢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，有或主要有国家一
个出资人，只享有经营权而无所有权的企业法人，是社会主义市
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对于吸纳劳动力、提升社会效益和维护
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加之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，在
关键领域和行业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，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
仅应充分发挥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示范作用，还应发挥其在引领
社会风尚，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作用。所以推进国有企业
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研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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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效应。

第二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历史积淀层面的特殊优
势。较民营企业而言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国有企业成长和发展的
传家宝，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完善的保障机制。其历史可追溯到新
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在此期间，我国已开始对公营企业领导机制
进行建设，在苏区国家工厂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与工人民主管理相
结合的管理体制，揭开了我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序幕。期
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领导机制建设时期、全面建设
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恢复期、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
企业党委集体 “虚化”期、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
作曲折探索期，一直到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的整体突破和全面整合
时期，实现了企业领导制度处于由厂长 ( 经理) 负责制向法人
治理结构的过渡。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已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
发展，其浓厚的历史性积淀是其推进二者融合进程的重要优势。

第三，国有企业文化载体层面的特殊优势。国有企业 CIS
(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) 战略的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。CIS 战
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内容，包括 mind identity ( 理念
识别) 、behavior identity ( 行为识别) 和 visual identity ( 视觉识
别) 三大系统建设。CIS战略属于管理实践范畴，其最大的功效
是识别，即 CIS能将本企业理念，经由企业领导和员工自身的行
为、活动和工作态度，透过整体的视觉设计，将其渗透到企业的
各个方面，这是企业文化载体建设的必要环节。在收回的 202 份
企业领导问卷中，75. 98%的领导肯定了本企业对 CIS 战略的打
造，其中 49. 25%的企业领导认为本企业还在不断完善 CIS战略。

与此同时，目前国有企业文化载体建设还形成了自身的经验和优
势，如: 部分国有企业将企业文化载体建设纳入了企业的发展规
划之中，把企业文化载体建设纳入企业总体发展的战略目标;
CIS战略的基本建成; 领导机构的完善，明确了相关责任人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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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人员的职责; 将企业文化载体建设纳入企业绩效考评体系等。

这些工作的推进和自身经验优势的形成，推进了国有企业二者融
合工作的开展。

第四，国有企业国家政策层面的特殊优势。思想政治工作作
为国有企业成长与发展的传家宝，是国有企业一切工作的生命
线，其工作实效性的提升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。其相关文
件包括: 《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 ( 试行) 》 ( 1983) 、
《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》 ( 1984) 、
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》 ( 1988) 、
《关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》 ( 1990) 等。伴随着国有
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企业文化在国有企业中作用的发
挥，党和政府强调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，以实现国有企业思
想政治工作的创新。主要文件包括: 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
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》( 1995) 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
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》( 1997) 、《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
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 1999) 、《关于加强中央企业文化
建设的指导性意见》( 2005) 、《中央宣传部、国务院国资委关于
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
( 2011) 等。这些政策性文件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提
供了重要的政策优势，也是国有企业相较其他类型企业的优势所
在。

第五，国有企业组织机构与制度设计的特殊优势。其主要表
现在: 一是国有企业中设置了专门机构统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
开展。这些机构的名称主要包括: 党群工作部 ( 中国电子科技
集团、中国核工业集团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、中国船舶工业
集团公司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、中国联合通信集团公司) ，

政工部 ( 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、中国大唐集团公司) ，

思想政治工作部 ( 中国华能集团) ，党委宣传部 ( 中国第一汽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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